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量

（

万股

）

占流通

Ａ

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按前日收盘价计算解禁额度

（

亿元

）

待流通数量

（

万股

）

流通股份类型 收盘价

(

元

）

００００２３

深天地

Ａ ２０１１－７－４ ６９３．７８ ７．０２％ ５．００％ ０．６０ ３３０３．８８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８．６９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２０１１－７－４ ４３１８．７７ ９．７５％ ４．６０％ ３．５５ ４５２２６．４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８．２２

３０００９０

盛运股份

２０１１－７－４ １２００．００ ９．７５％ ４．７０％ １．３０ １２０１９．４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０．８３

６０００８８

中视传媒

２０１１－７－４ １４７００．９６ ７９．７２％ ４４．３６％ １８．０４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２．２７

６００４３２

吉恩镍业

２０１１－７－４ ４７７８．０５ ６．２６％ ５．８９％ １０．６９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２．３７

６００８００ ＳＴ

磁卡

２０１１－７－４ ３３９７．７４ ７．５１％ ５．５６％ ２．０９ １２４７７．１６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１６

６００８２７

友谊股份

２０１１－７－４ ５１７０．９６ ２１．４８％ １０．９５％ ８．８７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７．１５

０００５９７

东北制药

２０１１－７－５ ７．８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３２８１．２４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４．４５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２０１１－７－５ ２７２．４８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８１ ４０８．７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２９．９１

６０１０００

唐山港

２０１１－７－５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９．３３ ５５０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７．７３

０００９９７

新大陆

２０１１－７－６ ５７８６．６７ １２．８４％ １１．３４％ ８．５９ １６６．１５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４．８５

００２０１０

传化股份

２０１１－７－６ ８２３８．００ ２７．４２％ １６．８８％ ８．２５ １０５１４．６９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０．０２

００２４４０

闰土股份

２０１１－７－６ ６８０１．９０ ７０．８８％ １７．７４％ １４．５９ ２１９５１．５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１．４５

００２４４１

众业达

２０１１－７－６ ２７６２．７５ ４７．６３％ １１．９１％ ５．０６ １４６３７．２５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８．３０

００２４４２

龙星化工

２０１１－７－６ １６６９．７２ ２０．８７％ ５．２２％ １．８２ ２２３３０．２８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０．９０

００２４４３

金洲管道

２０１１－７－６ ４４５６．９２ １０２．３４％ ２５．６８％ ６．０８ ８５４３．０８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３．６５

６００８０７

天业股份

２０１１－７－６ ７５．８５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０８ ４９９５．２６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０．２６

３００１９８

纳川股份

２０１１－７－７ ４５０．００ ２４．３２％ ４．８９％ １．２５ ６９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７．７０

３００１９９

翰宇药业

２０１１－７－７ ４９６．００ ２４．７５％ ４．９６％ １．８１ ７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６．５１

３００２００

高盟新材

２０１１－７－７ ５３０．００ ２４．６５％ ４．９６％ ０．９０ ８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７．０１

３００２０１

海伦哲

２０１１－７－７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７１ ６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７．８６

６００９６９

郴电国际

２０１１－７－７ １１７８６．７７ １２７．５６％ ５６．０６％ ２１．２９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８．０６

０００６２０ *ＳＴ

圣方

２０１１－７－８ ６０１９．２０ ２８．５７％ ３．７７％ ０．７０ １００９５．５０

股权分置对价股份

１．１７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２０１１－７－８ １２７１２．５２ ２０１．３６％ ６２．８０％ １９．１５ １２１８．４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５．０６

３０００９２

科新机电

２０１１－７－８ ２４５．３９ １０．６７％ ２．７０％ ０．４２ ６５５４．６１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６．９３

３０００９３

金刚玻璃

２０１１－７－８ ７９３８．００ １４７．００％ ３６．７５％ １０．９３ ８２６２．０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３．７７

３０００９４

国联水产

２０１１－７－８ ３７７３．０９ ４２．８８％ １０．７２％ ３．３８ ２２６２６．９１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８．９５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２０１１－７－８ ５０５７５．９７ １０６．００％ ３５．０２％ ８４．７１ ４６１１０．６８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６．７５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２０１１－７－８ ２３１１７．１５ ２４６．８２％ ７０．６１％ ２０．３９ ２５４．２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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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捕捉系统性反弹机会

尹波

在经历了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的连续大幅拉升之后， 上周股指

呈现震荡走势， 且重心有所上移。

虽然市场走势较为犹豫， 但我们认

为， 在市场反弹的初级阶段， 此类

犹豫心态实属正常。 在估值修复、

板块轮动、 半年报业绩刺激和预期

纠偏的共振之下， 后市股指存在进

一步反弹空间。 我们继续维持对后

市谨慎乐观的态度。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6

月

27

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

作报告时， 首次披露了中国地方

政府性债务数据。 数据显示， 截

至

2010

年底， 全国省、 市、 县三

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

10.72

万亿元。 其中， 政府负有偿还责

任的债务率 （即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

比率） 为

52.25%

； 如果加上政府

负 有 担 保 责 任 的 债 务 则 为

70.45%

， 与一般意义上的警戒水

平

100%

差距较大。 总体来看， 我

国地方政府负担尚未超出其偿债

能力， 风险可控。 地方融资平台

债务情况的明朗， 有利于减轻市

场对银行出现系统性坏账风险以

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拖累经济

“硬着陆” 的担忧。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6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

PMI

） 为

50.9%

， 环比回落

1.1

个

百分点， 新订单和生产指数贡献了

降幅的

70%

以上， 与市场预估值

51.5%

存在着一定差距， 同时与衰

退扩张临界值

50%

也差距不大。

6

月汇丰制造业指数为

50.1%

， 与预

览指数一样， 两者均反映经济的回

落态势较为明显。 但分析细项可以

发现，

PMI

指数所反映的宏观经济

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悲观。

首先，

6

月

PMI

环比回落的幅

度与

2005

年以来的季节性因子平

均值相比并不高， 降幅大体持平。

其次， 在新订单和生产这两个对

PMI

指数降幅贡献最大的因子中，

生产指数降幅较大， 而新订单降

幅有限， 再结合下降的采购量、

上升的产成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

指数， 反映出当前经济去库存化

的特征较为明显。 再次， 由于需

求回落以及海外市场大宗商品价

格出现调整， 购进价格指数出现

了显著下降， 降幅达到

3.6

个百分

点， 这利于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

总体而言 ， 环比下降的制造业

PMI

指数对市场的实际负面影响

有限， 且并没有显著偏离市场对

宏观经济运行去库存化态势的总

体判断。

上周二， 央行在公开市场以

3.4982%

的利率发行了

20

亿元的

1

年期央票， 发行利率上升

9.63

个

基点。 上周四又以

3.0801%

的利率

发行了

50

亿元

3

月期央票； 以

3.89%

的利率发行了

150

亿元

3

年

期央票， 中标利率也均呈现上行态

势， 分别上升了

8.16

个基点和

9

个基点。 本周公开市场共回笼资金

220

亿元， 而到期规模为

1160

亿

元， 净投放

940

亿元， 连续

7

周实

现净投放。

近期不同期限央票发行利率

相继上调，

1

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恰

好高出同期定存基准利率

25

个基

点。 从历史经验来看， 未来定存

利率存在再上调一次的可能。 近

期市场对央行或将于

7

月中旬加

息的预期也逐渐强化， 但我们一

直强调的一点是， 央行的加息举

动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因此对市

场负面影响较为有限。 另外， 偏

乐观的解读是， 这或许标志着紧

缩政策阶段性出尽， 其对市场的

积极影响毋庸置疑。

截至

7

月

1

日， 沪深两市逾

800

多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半年报业

绩预告。 其中， 业绩预增、 扭亏和

续盈的上市公司占比近

8

成。 在一

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大面积变脸

的情况， 半年报业绩预喜对于市场

悲观预期存在着一定的纠偏作用。

另外， 权重板块如银行、 房地产以

及煤炭等行业的盈利增长较为确

定， 也将对股指走势构成较强的支

撑和推动。

整体而言， 我们倾向于认为，

在经历了月末的资金面紧张之后，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预期渐趋明朗，

加息紧缩政策可能阶段出尽， 前期

过于悲观的宏观经济预期也存在着

纠偏的可能性。 而半年报业绩对权

重板块的阶段性刺激也有望推动市

场进一步反弹。 在高弹性板块如房

地产和煤炭等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

之后， 市场将形成积极的板块轮

动。 我们对后市的反弹看高一线，

上证指数在

2850

点才会遇到较大

的阻力。

股票配置上， 我们建议投资者

可以重点把握三条主线， 第一条就

是超跌反弹， 我们继续推荐投资者

关注前期大幅调整的创业板个股，

把握超跌反弹的机会， 我们认为创

业板依然存在着抢反弹的机会； 第

二条， 把握估值修复和板块轮动的

机会， 在房地产和煤炭等业绩增长

较为确定和估值较低的高弹性周期

股反弹之后， 投资者后市可以适当关

注银行、 保险、 钢铁等低估值品种；

第三， 可以阶段性布局半年报业绩增

长确定的个股， 重点关注银行和前期

出现一定调整且增长被一季报验证的

中小盘股票， 此类配置兼具事件性刺

激带来的交易性机会和高成长所带来

的配置性价值。

（作者系华泰长城期货分析师）

29

家公司

20.74

亿股解禁流通，市值

275.40

亿元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环比减少近

5

成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 本周两

市共有

29

家公司的限售股解禁上

市流通。 解禁数量共计

20.74

亿

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29%

。

其中沪市

13.89

亿股， 占沪市限售

股总数的

0.25%

； 深市

6.85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的

0.39%

。 以

7

月

1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

275.40

亿元。 其中沪市

10

家公司

为

186.30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

市值的

0.13%

； 深市

19

家公司为

89.11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

的

0.17%

。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比

上周减少

59.22%

， 解禁市值比上

周的

500.63

亿元减少

44.99%

。 目

前计算的本周解禁市值为年内中等

偏下水平。

深市

19

家公司中， 孚日股份、

利尔化学、 闰土股份、 众业达、 龙

星化工、 金洲管道、 盛运股份、 科

新机电、 金刚玻璃、 国联水产共

10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性质是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份； 纳川股份、 翰宇

药业、 高盟新材、 海伦哲共

4

家公

司解禁股份是首发机构配售股； 新

大陆、 传化股份共

2

家公司的解禁

股份是定向增发限售股份； 深天地

A

、 东北制药共

2

家公司解禁的是

股改限售股。 其中， 利尔化学的限

售股将于

7

月

8

日解禁， 解禁数量

为

1.27

亿股， 是本周深市解禁股

数最多的公司 。 按照

7

月

1

日

15.06

元的收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

为

19.15

亿元， 占本周深市解禁总

额的

21.49%

， 是本周深市解禁市

值最多公司， 也是解禁股数占解禁

前流通

A

股比例 （

201.36%

） 最高

的公司。 解禁市值排名二、 三位的

公司分别为闰土股份和金刚玻璃，

解禁市值分别为

14.59

亿元和

10.93

亿元。

深市

4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解禁的公司均来自创业板， 解禁

股数占原流通股的比例均为

25%

左右， 占总股本比例均为

5%

左

右。 以

7

月

1

日收盘价计算， 这

4

家公司的解禁市值合计为

4.67

亿

元， 占到本周深市解禁市值的

5.24%

。 此次解禁后， 深市没有新

增的全流通公司。

沪市

10

家公司中， 中视传媒、

ST

磁卡、 天业股份、 友谊股份、

郴电国际、 中茵股份共

6

家公司解

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 吉恩

镍业、 三安光电解禁的是定向增发

限售股份； 唐山港解禁的是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份； 恒瑞医药解禁的是

股权激励限售股。 其中， 三安光电

在

7

月

8

日将有

5.06

亿股限售股解

禁上市， 是沪市解禁股数最多的公

司。 按照

7

月

1

日

16.75

元的收盘价

计算， 解禁市值为

84.71

亿元， 为沪

市解禁市值最大的公司， 占到本周沪

市解禁市值的

45.47%

。 中茵股份是

解 禁 占 流 通

A

股 比 例 最 高

（

246.82%

） 的公司。 解禁市值排名

二、 三位的公司分别为郴电国际和中

茵股份， 解禁市值分别为

21.29

亿元

和

20.39

亿元。

沪市本周没有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解禁。 定向增发机构限售股解禁的吉

恩镍业涉及较多 “小非” 持股， 存在

套现压力。 此次解禁后， 沪市将有吉

恩镍业、 友谊股份、 郴电国际成为新

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29

家公司中，

7

月

8

日有

7

家上市公司

解禁， 合计市值为

139.68

亿元， 占

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50.72%

， 解禁压

力集中。 周内

4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的

4

家深市创业板公司将于

7

月

7

日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为

4.67

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1.70%

。 其中，

纳川股份、 高盟新材、 海伦哲等

3

家

公司的最新股价均低于发行价， 折价

率在

10%

以上， 暂无套现压力。 翰宇

药业溢价幅度为

20.93%

， 解禁压力

较大。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

大盘面临方向选择

上周五公布的中国

6

月份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跌至

28

个月新低， 引发市场对于经济前景

的担忧。 但部分投资者憧憬宏观政

策再度放松，

A

股市场仅出现小幅

下跌。 短期内大盘的反弹能否持续？

股指将面临怎样的方向性选择？ 本

期 《投资有理》 栏目特邀著名财经

评论人侯宁和民族证券宏观策略高

级分析师陈伟共同研判后市。

侯宁 （著名财经评论人）： 目前

A

股基本上还在打

2700

点保卫战，

今年的行情不乐观， 因为中国经济增

长速度预期出现回落， 通胀也没有看

到明确控制的迹象， 同时不确定因素

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制约股指向上的

不利因素。

此外， 市场仍存在加息的预期，

时间点可能在

7

月份。 从银行股的表

现来看， 下一步有可能将面临连续加

息困扰， 而不仅仅是一次加息的问

题。 就目前情况看， 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 目前， 银行理财产品的利率较

高， 股市资金不断撤出， 对于多方来

说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尽管市场前景并不乐观， 但我们

还是看好农业、 水利、 军工以及新能

源板块， 其中， 农业、 水利两大板块

在未来

5

年内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此

外， 造纸行业也值得长期看好。 不

过， 由于大盘整体走势并不乐观， 也

会制约这些板块的表现。 如水利板

块， 总体其趋势是往上走， 但中间也

会有大的调整， 这与大势不好以及资

金不足等有关。

陈伟 （民族证券宏观策略高级分

析师）： 市场表现较为犹豫， 主要是

投资者担心政策调控信号还会不断出

现。 首先是加息信号， 不管是

3

月期

还是

3

年期央票利率都提高了， 接下

来有可能会加息， 这是市场走势犹豫

的主要原因。

有人认为， 如果央行加息只加一

次， 是利空信号的释放， 将激发投资

者做多信心。 但我们认为， 加息以及

一切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在未来

两三个月内会逐步显现。 有可能央行

加息那天市场有一个反弹， 但反弹空

间有限。 主力很可能借机出货， 真正

的底部要等到市场风险进一步释放之

后， 才能逐渐显现。

由于有半年报行情的支撑， 我们

认为

7

月份上证指数有望维持在

2700

点至

2800

点区间内运行， 个股

将有比较好的表现。

从水泥板块近一段时间的强劲

表现来看， 与此相关的行业也有望

出现不错的机会， 如建筑建材等。

随着今年下半年通胀回落、 经济政

策发挥作用， 以及在今年上半年旱

涝灾害频发的背景下， 国家将进一

步大力发展水利建设， 相关产业链

有望由此受益。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零售板块，

今年上半年零售板块持续调整。 随着

通胀的回落， 消费增速预计将出现明

显回升， 而且下半年国家在收入分配

方面将有新的政策出台， 这些都有利

于消费增速的稳步回升。

（山东卫视 《投资有理》 栏目组整理）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表

迷局不迷：

流连于反转的

7

月

薛树东

6

月

A

股市场再次出现否极泰来的走势。

由于思维的惯性作用， 很多投资者现在还不会

承认

2610

点就是真正的大底。 其实， 如果所

有人都认为

2610

点是底部的话， 那

2610

点肯

定就不会是底部。 现在我们很乐意听到响亮的

看空声音， 因为那是确认底部的最好依据。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 “

7

月迷局”， 主要是

流连于反转的情节。 去年

6

月上证指数跌至

2319

点见地量后， 通过两波上涨达到

3186

点， 上证指数最高上涨

867

点， 涨幅达到

37%

。 今年

1

月上证指数跌至

2661

点第二天

见地量后， 震荡上行达到

3067

点， 最高上涨

406

点， 涨幅仅为

15%

。 大家可以回顾当时的

操作和盈利状况， 如果行情性质为反弹， 很多

人根本赚不到钱， 甚至跌入再度套牢的陷阱，

2661

点至少

3067

点的反弹就是如此。 如果按

照今年

1

月的反弹力度来推断本轮行情的上涨

空间， 那么目标位就是

3000

点一线。 而如果

反弹演化为反转， 则很多人可以赚到钱。

一般分析认为， 底部分为 “估值底”、

“市场底” 和 “政策底”， 如果三底齐发， 则

必见反转。 就当前情况来看， 市场对于 “估

值底” 已有共识。 统计显示， 今年二季度上

市公司整体盈利将明显好于预期， 有望实现

24%

以上的增长， 其中，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也

将录得

20%

左右增长。 其次， 对于短期 “市

场底” 目前也达成一定共识， 分歧仅仅在于

是 “反弹底” 还是 “反转底”， 是大底还是小

底。 所以， 目前市场焦点就集中在大盘是否

见到了政策底。

我们知道， 目前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

是全球性的， 而且短期可能找不到好的出路。

同时， 通过大幅增加供给来解决通胀的政策

效果越来越弱。 因此， 在通胀上升时， 风险

要晚告诉大家， 在通胀即将见顶时， 胜利也

要早告诉大家。 其实， 从中国现在的通胀形

势看， 环比食品价格继续攀升， 宣布治理通

胀胜利似乎为时过早， 但从同比来看， 未来

通胀回落确定性极大， 宣布通胀治理获得阶

段性成果， 还是有依据的。

再看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

CPI

）， 问

题就大不一样了。 美国

5

月份的

CPI

同比高

达

3.6%

， 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 而且更要命

的是， 美国

CPI

的上升多是由新的涨价因素

造成的。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对于进一步放

宽国债上限迟迟无法达成协议， 导致美国国

债余额在

5

月中旬触及

14.35

万亿美元上限后

就基本停止发行。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

8

月

份， 不但美国经济堪忧， 美国国债短期违约

风险也将急剧上升。

这种国际经济博弈格局下， 从大的投资逻

辑看， 现在就看 “熬通胀”。 谁熬的能力强，

谁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股市表现也会好一

些。 如果看

CPI

同比， 今年中国最难熬的是在

二季度， 而美国最难熬的是三季度。 如果中国

在三季度不再紧缩， 那么美国的难熬期甚至可

能持续到四季度。 由此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预

期中的加息一直从端午节 “爽约” 到现在？

此外， 就在美国宣布抛售战略储备石油的

同时， 中国宣布大幅下调进口汽油、 柴油、 航

空油和燃料油的关税， 随后个税起征点也意外

提至

3500

元， 目的是刺激国内需求。 从最新

公布的

6

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看， 产成

品库存在增加， 可见需求开始不足； 同时， 购

进指数继续下跌， 表明通胀压力正在缓解。

通过对政策面的分析，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

“政策底” 已探明。

7

月中下旬将是最后的确

认点， 如果政策从 “紧缩” 向 “稳定” 转化，

则行情有望向反转级别发展。

（作者系芙浪特投资分析师）

本版作者声明： 在本人所知情的范

围内， 本人所属机构以及财产上的利

害关系人与本人所评价的证券没有利

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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